
 

一月傳媒記事簿        

 

 特首選戰開鑼傳媒高度介入其中  

 人權狀況報告指港人權急促倒退回歸以來最差 

 

國務院在一月中同時批准林鄭月娥和曾俊華

請辭，前者隨即宣佈參選特首，聲稱並無尋求中央

欽點或支持；曾俊華則在幾天後才正式宣佈參選。 

隨著兩位前司長宣佈角逐，選舉工程亦趨於白熱化，

主流媒體亦高度介入其中。 其中特首參選人林鄭

月娥與部分傳媒高層閉門聚會時表示，香港若選出

一個特首而中央不任命，會出現憲制危機，故最終

決定參選。有關言論引起社會強烈反應，林鄭競選辦其後解釋，有關言論並非針

對任何參選人，亦無提及任何具體人名或陣營。另一參選人退休法官胡國興，對

此說法不住狙擊林鄭，稱有關言論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呼籲有份參與的傳媒與會者供出事實，他會考慮舉報。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一月初發表去年度人權狀況報告，指本港法治、新聞

自由和人權教育都較前年倒退，是回歸以來最差，多宗人權倒退的事件包括銅鑼

灣書店負責人失蹤、為立法會宣誓事件釋法、政府新聞處仍然拒絕網媒採訪權等。

就網媒採訪政府記者會可行性，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日前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

馬逢國質詢時，表示現時網絡媒體數目眾多，未有清晰定義；又說新聞處大致接

納申訴專員公署建議，正研究讓網媒採訪的可行性，處方會盡快完成研究並與業

界溝通，完成研究前會維持不變。就劉江華的回覆，香港記者協會 (記協) 表示

失望，批評政府是再三延遲處理網絡傳媒政策。此外，國際記者聯會亦公佈「2016

年中國新聞自由報告」，特別指出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一些港媒接受了大陸當

局提出的「獨家」訪問被扣押者「承認」各種「罪行」。記者在報道中未有交代

被扣押者的下落或身體狀況。媒體成為宣傳的喉舌，擔心它們已放棄了誠實報道

的責任。 

 

由十名資深傳媒人創辦的新媒體《眾新聞》於元旦日面世，希望透過眾籌，

在三 月內籌募約五百萬元，以應付一年營運開支，並資助公民記者採訪，在《眾



新聞》平台上發布。《眾新聞》主打深度報道及數據新聞，目前有十名受薪員工，

負責日常編採。同時，會推出月費訂閱計劃，目標是於一年內吸引到約四千個訂

戶，達至「以眾養眾」。同樣透過眾籌成立的《傳真社》（FactWire）亦正進行第

二階段籌款，表示與《眾新聞》定位不同，不會構成競爭。《傳真社》自去年九

月至今已籌到 210 多萬元，雖然捐款額與目標尚有一段距離，負責人對達標有信

心，而今年五月開始可收取傳媒機構的訂閱費，亦有助應付新一年營運。 

 

 前特首曾蔭權涉貪案一月開審   

 傳媒聯絡隊調解警員與記者磨擦 

 

前特首曾蔭權涉收受利益案件在一月初開審，由於案件涉及 DBC 發牌程序

及特區政府多名高層官員，在主流媒體中份外觸目，前特首被控三條罪名，曾蔭

權全部否認，包括首項的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控罪指他於 2010 至 12 年在任特

首期間，接受深圳東海花園一個三層式住宅

物業的裝修工程，作為他考慮及決定雄濤廣

播有限公司（後改名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DBC）提交數項申請的報酬；包括批准 DBC

的數碼廣播牌照申請、批准李國章以公司董

事及主席身份對公司作出控制的申請等。另

兩項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指曾蔭權參與

決定 DBC 申請時，向行會隱瞞他與 DBC 主

要股東黃楚標就東海花園的物業進行商議，從無申報與雄濤廣播有限公司及深圳

大宅的關係。 多位現任及前任政府高官均要為此案出庭，而在審訊期間透露的

發牌考慮，均有助公眾了解過去廣播政策及廣播條例如何運作。 

 

近年來示威衝突增加，記者在混亂現場採訪，與前線警員曾出現不少磨擦及

爭吵，警方因此在 2015 年底成立了一支傳媒聯絡隊，在社會行動現場擔任調解

員角色，平衡雙方工作需要。目前這個隊伍屬警隊自願兼任職務，如安排採訪區

和指揮官見記者等，出勤會穿藍色背心，方便記者與警員識別。聯絡隊現有 150

名隊員，今年會增加 30 人，至今這小隊出勤約 80 次，每次派 4 至 5 人，大型事

件會增派人手。聯絡隊隊員均需上調解課程，也有半日模擬訓練扮演記者，未來

更會派員到美國洛杉磯交流，吸取當地傳媒工作隊經驗。記協主席岑倚蘭表示，

警方傳媒聯絡隊在部分遊行示威活動上，對記者採訪有一定幫助。 

 

 TVB 交還收費電視牌累蝕 22 億   

 42 億回購黎瑞剛陳國強變相增持 TVB 

 

電視廣播 (TVB ) 決定退出本地收費電視市場，一月上旬向政府交還本



地收費電視 政府及通訊事務管理局是此決定，

理由是網上盜版猖獗、來自 OTT 競爭加劇等，其收費電視自 2004 年以來累計虧

損 22 億元；又批評政府未有盡力幫助業界解決問題，並指廣播規管條例與時代

脫節。放棄收費電視後， OTT，去年推 myTV SUPER，發展

比預期好，推出不足一年已有 230 萬用戶，發言人指原預計首年虧損約一億元，

現估計可望收窄至虧損 5000 政府則把翻版問題歸咎

於立法會未能通過《版權條例》。海關會繼續按照現有法例嚴厲執法；政府將按

既定程序處理交還牌照申請。 

 

電視廣播在一月下旬宣佈斥資最多約

42 億元現金回購 30.51%股份。美銀美林代

表該公司提出按每股 30.5 元的價格，回購

最多 1.38 億股，相當於已發行股本約

31.51%。分析指，回購目的，除了刺激低

迷的股價外，亦透過減低股本增加每股盈

利，以防基金股東大舉沽貨。回購完成後，

黎瑞剛及陳國強旗下的 Young Lion 的持股

將由 26%進一步升至 37.96%；方逸華持股

由 3.9%增加至 5.7%。有分析指，今次透過

公司動用資金回購，使大股東可不動用分毫而增加持股，有助鞏固在公司控制權。

通訊局表示，TVB 早於去年 10 月已向當局提出是次回購計劃，但由於當時未能

確定會否對股權結構有影響，故當局無從對有關申請及其影響作出評估，當局要

求 TVB 在回購結束後三日內提交資料，以方便當局審批。 

 

 九倉確認出售有線寬頻  

 香港電訊促開新頻譜助拓 5G  

 

去年九倉表示，將對旗下通訊及媒體業務進行策略評估，惹來各界擔心有線

電視會被中資收購，九倉在一月初的通告首次確認對有線寬頻業務的檢討已進入

最後階段，並包括出售的可能性，消息觸發有線寬頻股價即日爆升 17% ，收報

0.89 元。對於買家誰屬，是否涉及中資財團等問題，九倉主席吳天海表示受相關

規例影響「不能補充」，但強調適當時候會公布新消息。根據有線寬頻的公告稱，

九倉已積極與多個獨立第三方進行討論，就未來業務方向考慮各種方案，包括可

能出售，但尚未就收購有線寬頻權益訂立正式或具法律約束力協議。 

 

受到免費電視 Viu TV 去年虧損 1.83億元拖累，電訊盈科去年全年純利 20.51

億元，下跌 10.63%。電訊盈科董事總經理施立偉表示，收費電視、免費電視及

OTT 電視業務在市場推廣、成本控制及內容提供上均有協同效應，重申有信心



Viu TV 在五年內達收支平衡。 而收費電視 now 

TV 收入減少 1%至 29 億元。施立偉解釋，收入

及利潤下跌主因去年收費電視市場競爭激烈，市

場非理性的競投亦推高內容成本及需推優惠吸引

用戶續約。免費電視 Viu TV 的除息、稅、折舊及

攤銷前虧損為 1.83 億元，虧損涉及品牌、內容及

人力資源方面的啟動開支；廣告收入則錄得 1.6

億元。 

 

香港電訊批評政府在 2017 至 2019 年間無新頻段頻譜供應，將窒礙香港發展

5G

黃錦恒指出，國際電訊聯盟已規劃使用 3.4 至 3.6GHz、700MHz 頻段提供 5G 服

務的國際標準，中、英、美及其他亞洲國家均逐步釋出上述頻譜，目標 2020 年

推出 5G 服務。而本港各行業對移動通訊服務的需求增加，電訊商至少需要

100MHz 頻寬提供 5G 服務，現行頻譜並不足夠，惟港府於未來三年卻沒有計劃

開放 3.4 至 3.6GHz、700MHz 的新頻譜予市場，若按政府原定於 2018 年才作檢

討，將令香港 5G 發展落後於周邊國家。通訊辦回應指，3.4 至 3.6GHz 頻段目前

電視接收，如要開放供移動服務使用，須先解決移動服務和衛星業

務的技術兼容問題，以避免影響現有服務；此外，營辦商可透過重整已獲指配的

頻譜，盡早在香港推展 5G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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